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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做学者半个世纪，灯下苦读是
最快乐的事，著作等身仍然是年轻
学子最爱接近的亲切师长；做所长
十余年，没有分一套房子给自己；做
人一辈子，无论朋友同事还是下属
或学生，只要力所能及，都会乐呵呵
有求必应。如今年逾古稀，即使腿脚
有些不方便，外地出差坚持不带助
手，生怕给别人多添麻烦……
他，就是中科院院士林其谁。双

鬓斑白，身板坚挺，谈吐间透着一股
老派知识分子的清明与坚持，从容
与淡泊。谈起自己过往的人生，老先
生淡然地摆摆手，“只是爱读点书、
爱做点事罢了”；而在周遭人眼里，
林其谁人如其名，为学勤勉擅啃难
题，科研管理规矩与创新并举，学为
师范“舍我其谁”！

不怕!专业不对口"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全面侵华，不到一个月，日军残
暴的铁骑和无情的炮火波及上海。
是年底，曾名震中国医学界，与外科
医生黄家驷齐名的内科大家林兆耆
家里，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许是一家人念着“抗战救
国舍我其谁”，这个孩子被取名为
“其谁”。

动乱中坚强成长，新中国成立
后勤勉求学，%"&"年 "月林其谁从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当时，
全国所有大学生都要接受统一分
配。尽管父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一
级教授，林其谁自己也希望继承父
业，做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但他还
是服从分配，于 %"&"年 %'月到中
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开始了
“专业不对口”的生化人生。

作为名牌医科大学的医科生，
他的生化学背景却相当薄弱。不怕
不会，就怕不学！刚刚毕业的林其
谁，又开始从头学起。加入生化所
后，先是做了半年的肝癌患者血液
活性酶检测。后来，又去上海郊区农
场劳动 !个月。!"('年 &月，参与
到一项前所未有的“百团科学大战”
———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科

研项目：没有多肽合成的经验，很多
原材料还被国外禁运，国内连有些
氨基酸都无法正常进口。”回忆起半
个世纪前，合成牛胰岛素的“大兵团
科研”，林其谁记忆犹新：在时任生
化所所长王应睐教授等组织下，胰
岛素项目被分成了 #个组，林其谁
所在的小组负责 )链合成。当时，
还是生化“门外汉”的他，连往布氏
漏斗里放滤纸都放不好，这让他得
到了“自学”化学的绝好机会。
更让他难忘的是，合成牛胰岛

素项目的参与者都是那样单纯、无
私、执着、努力。“多肽合成工作需
要连续，科研组就实行两班倒，年轻
人从午夜 %*点到中午 %*点，年长
一点的从中午 %*点到夜里 %*点，
整个科研夜以继日不停歇。特别是，
合成多肽要用缩合剂，这种实验试
剂有毒性，一旦接触人体，也会缩合
人体蛋白，产生过敏原。很多人因此

过敏，脸上又痒又肿，但不到万不得
已不回家休息，生怕因为自己耽误
研究进程。”
在前辈同人的感召下，林其谁

彻底忘记了专业不对口，热情投入
到生化科研中。%"(%年，在导师伍
钦荣教授的引导下，开始氧化磷酸
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早上 (点半
进入办公室，一直要做到晚上 "点
左右。第二天，又要赶紧整理前一天
的数据。”就这样陀螺般连轴转，他
们对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作用机制的
研究，即使在与外界几乎没有直接
交流的科研环境下，依然取得不落
后于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

最爱读书擅解难题
“文革”期间，基础研究几乎停

滞，林其谁却没有自我荒废，“半工
半自学”参与针刺麻醉生化机制、工
厂化生化试剂生产、蟾蜍毒素研究
等，一有机会接触到科学杂志，就如
饥似渴地读。
在林其谁脑海里，儿时每每夜

里醒来，都看到父亲灯下读书的身
影。时光荏苒，如今灯下孜孜以求的
读书郎换成了自己。“读大学后，就
没再捧过一本闲书，想深究的专业
知识实在太多啦，哪有时间看别的。
如今，网络手机让交流更便利，可也
挤占了我的读书时间。”林其谁不无
感慨地说。

%"$+年，中国科学界迎来了久
违的春天。中国选派青年学者去德国
参观学习，厚积薄发的林其谁成为其
中的一员。不久因优异成绩被德国洪
堡基金会选中，加入慕尼黑大学
,-./01 20134154.3 教授的实验室。
这位国际知名教授，在与林其谁深入
交流后，决定让他解决一个非常棘手
的科学难题———提取解偶联蛋白。
此前，德国教授实验室里曾有

美国和法国来的博士生负责该难

题，但始终未能解决。让这位国际上
第一个发现细胞色素 67&'的科学
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原本只是试试
看，不想竟被眼前这位中国年轻人
“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答案。“有什么
难题，就找林其谁去。”时隔多年，老
同事王恩多院士，依然记得当年同
事间的“口头语”。“他肯钻研，有股
能解开任何难题的聪明劲，这在当
年的中科院系统可是出了名的！”
这次，他也帮德国教授解决了

棘手难题。最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
在世界生化领域重要期刊上。
,-./01 20134154.3教授不仅大大惊
讶林其谁的才智与勤奋，更赞叹他
善于解决难题的超凡思维。如今，很
多科研人员仍然在他的研究成果基
础上，继续寻找这种蛋白与肥胖、癌
症关系的研究。

科研管理讲规矩重创新
回国后，从所长助理、代所长

到正式上任所长，林其谁一步步成
为原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的掌舵人，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
是 %%年。
林其谁深感科研团队的创新管

理，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决定所里的
事情，必须实现制度化管理。他制定
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衡量每一件
事的“可为”或“不可为”。“制度定在
事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事后
坚决执行，一视同仁。”即使是之前
器重自己的老领导，帮助过自己的
师长前辈，如果碰上制度这把尺，他
也毫不留情“一刀切”。有点不近人
情的严格要求，让他得罪了不少人。
敢作敢为的林其谁却自有坚持，“所
长就是个挨骂的位子。做事要挨骂，
不做事也要挨骂，与其不做事挨骂，
还不如为所里做点事挨骂。”

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要求，严格
更是全面升级为“严苛”。连任三届所

长，经手的福利分房数不清，而他自
己没有拿过一平方米，一直都还住在
当官前，所里分给他的那套简陋的
老公房里。“那套房子是一楼，小小
的三间，缩在里面日照不足，冬天阴
冷潮湿得要命。”王恩多院士一提起
“老所长”的住宿条件，就连连摇头。

“全所普通研究员的住房条件
都改善了，只有林其谁家的居住环
境毫无变化。问题是，他还觉得自己
住得蛮好，所有的好房子都分给了
别人。如今，年纪大了，老房子距离
研究所有点远，他就在生化与细胞
所边上租了套房子。
同所几十年的老同事，不善言

谈的张永莲院士与林其谁算不上热
络，却一直远远地记着这位“铁面”
所长的好。三十年前，张永莲还不是
一位很突出的研究员，天性中的单
纯与淡泊，让她像是每个单位都有
的那种“边缘人”，永远游离于职场
漩涡的核心，两耳不闻窗外事。偶尔
碰到领导，除了点点头，就不知道说
点什么好了。再加上，她专注的研究
领域很前沿，在所里几乎找不到“知
音”。让张永莲诧异至今的是，当时
生化所难得有笔经费“巨款”，身为
所长的林其谁，竟然一下子拨给她
课题组一部分经费。
“很多人当领导后，总要想方设

法荫蔽自己的研究领域，分钱分物
‘切蛋糕’时，多多少少都要偏私一
下自己的课题组。林其谁恰恰相反，
当了所长后，原先的课题组不仅没
有被滋润，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有点
停滞了。相反，他深入研究整个学科
的创新发展，着眼更具前沿性、创新
性的研究领域，而不是任人唯亲。”
正是得益于林其谁当年的莫名“拨
款”，使当时还很“冷门”的基因调控
研究，慢慢枝繁叶茂，长成我国生物
化学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
虽已华发丛生，忆当年，张永莲

这位 +'岁女科学家，眼睛里依然闪
烁着真诚的感激与感动。“当时真是
很天真的，对领导满心感谢，却不知
道如何表达。思来想去，写了张小纸
条，趁他不在办公室，从门缝底下塞
了进去。”张永莲院士至今都能背出
工工整整写在小纸条上的每一个
字：谢谢你，我会努力！

学为师范 一身正气
一身正气，就连“对手”都会感

佩。卸任所长后，曾经被得罪过的
人，纷纷“回心转意”，重又跑来和他
叙叙旧，做朋友。人老美名扬，如今
的林其谁院士更成为备受尊敬和信
任的学者，时常被推荐参与各种重
要的学术研讨、课题选定、项目评
价，甚至一些学术不端的调查。

*''"年，美国《神经科学杂志》
主编发来通知称，有位中国研究人
员发表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立即延请林其谁主
持调查委员会，短短 *'天左右，经
科学调查，委员会给出明确结论。面
对如此快速公正的反应，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饶毅评价道：
“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对学术不端
最迅速、最严厉的处理。”他还称赞：
林其谁教授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带
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对于这些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

者，林其谁极度痛心，深感惋惜。所
以，他带研究生时，严格是出了名
的，最强调的就是学风扎实严谨、实
验一丝不苟。“实验必须可重复，以
避免把实验中的假象当成真理，被
蒙蔽双眼。所以，一个实验根本不能
做成一次就算成功，要做二三次才
能算 82。”如今已经成长为学术带
头人的葛高翔研究员，一直谨记导
师的谆谆教诲，在自己的研究团队
中，力求继续传扬林其谁院士的严
谨学风和公正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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